
最新因式分解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因式分解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

1.能够正确理解因式分解的概念，知道它与整式乘法的区别
和联系.

2.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发现因式分解的基本方法，会用提
公因式法把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

教学重点是：因式分解的概念，用提公因式分解因式.

教学难点是：正确找出多项式中的公因式和公因式提出后另
一个因式的确定.

教学过程为：

在引入“因式分解”这一概念时是通过复习小学知识“因数
分解”，接着让学生类比得到的。此处的设计意图是类比方
法的渗透。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区别则通过把等号两边的式子互相转
换位置而直观得出。

在学习提取公因式时首先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到公因式的
结构组成，并且引导学生得出提取公因式法这一因式分解的



方法其实就是将被分解的多项式除以公因式得到余下的因式
的计算过程。此处的意图是充分让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
而实际上，学生的学习情绪还是调动起来了的。通过小组讨
论学习，尽管语言的组织方面不够完善，但是均可以得出结
论。

接着通过例题讲解，最后让学生自主完成练习题，老师当堂
批改当堂讲评。

上完本课，教学目的能够完成，教学重难点也能逐个突破。

本课的设计，过多强调学生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来描述概念。
教学设计引入的过程可以简化。对于因式分解的概念，学生
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练习实践去体会到此概念的特点，故不
需在开头引入的地方多加铺垫，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在设计
的时候脚手架的搭建层次也不够分明。

教学过程中，能做到及时向学生反馈信息。能走下讲台，做
到课内批改大部分学生的练习，且对于个别学习本课新知识
有困难的学生能单独予以辅导。在批改过程中，发现大部分
学生都做错及存在的问题能充分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或
是马上板演为全体学生讲解清楚。教学过程中，教学基本功
比较扎实。

因式分解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

1。能够正确理解因式分解的概念，知道它与整式乘法的区别
和联系。

2。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发现因式分解的基本方法，会用提
公因式法把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



教学重点是：因式分解的概念，用提公因式分解因式。

教学难点是：正确找出多项式中的公因式和公因式提出后另
一个因式的确定。

教学过程为：

在引入“因式分解”这一概念时是通过复习小学知识“因数
分解”，接着让学生类比得到的。此处的设计意图是类比方
法的渗透。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区别则通过把等号两边的式子互相转
换位置而直观得出。

在学习提取公因式时首先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到公因式的
结构组成，并且引导学生得出提取公因式法这一因式分解的
方法其实就是将被分解的多项式除以公因式得到余下的因式
的计算过程。

此处的意图是充分让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而实际上，
学生的学习情绪还是调动起来了的。通过小组讨论学习，尽
管语言的组织方面不够完善，但是均可以得出结论。

接着通过例题讲解，最后让学生自主完成练习题，老师当堂
批改当堂讲评。

上完本课，教学目的`能够完成，教学重难点也能逐个突破。

本课的设计，过多强调学生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来描述概念。
教学设计引入的过程可以简化。对于因式分解的概念，学生
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练习实践去体会到此概念的特点，故不
需在开头引入的地方多加铺垫，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在设计
的时候脚手架的搭建层次也不够分明。



。在批改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做错及存在的问题能充
分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或是马上板演为全体学生讲解清
楚。教学过程中，教学基本功比较扎实。

因式分解教学反思篇三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是逆向变形，能熟练地对一个代数式进
行因式分解，是学好数学的重要方法，通过这段时间的教学，
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

问题一：提公因式不彻底或提公因式后丢项。

问题二：应用公式分解因式，公式应用不正确。

问题三：分解因式不彻底。

问题四：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相混淆。

问题五：代数式不能灵活的分解或灵活应用。

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明确两个原则

第一、有因式分解要先提取公因式。

第二、每个因式要分解到不能再分为止。

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1、什么是公因式，提公因式提什么？

公因式的概念要叫学生明确，公因式是各项系数的最大公约
数与各项所合相同字母的最底次幂的积。

方法是：提取公因式是要先找到公因式，再把各项写成公因
式和某个式子的积形式。再根据乘法分配律分解因式。



2、讲清公式，应用时，

一要判断；二要化成公式形式。三明确谁相当于公式中的第
一个数，谁相当于公式中的第二个数。再应用相应的公式进
行因式。

3、对于较难多项式要提醒学生要细心观察或分组或先整理再
进行分解因式，应用了以上的方法，这段时间的教学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足。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多留心
提示学生对因式分解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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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式分解教学反思篇四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知识的传授不应只是教师单纯地讲解与
学生简单的模仿，而应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
成与应用过程，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的意义，掌握必
要的技能，发展应用数学的意识，增强学好数学的愿望与信
心。根据新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的起点能力，本节课的具体
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会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一个是会
综合运用提取公因式法、公式法分解因式。



在新课引入的过程中，我以 “ 问题情境 —— 建立数学模
型 —— 解释、应用与拓展 ” 的模式组织课堂教学。对新
问题的引入，我是采取了由浅入深的方法，使学生对新知识
不产生任何的畏惧感。接下来，通过例题的讲解、练习的巩
固让学生逐步掌握了运用完全平方进行因式分解。整堂课教
下来我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好的'几点是 :

1 、突显特点。这节课的重点是运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式，
而完全平方式的判定是关键。所以我比较重视完全平方式特
点分析，应用。尤其强调完全平方式标准模式的书写，这也
是学生思维过程的暴露，有利于中等及中等以下学生对新知
识的掌握 , 提高学生解题的准确率 , 对提高那些偏理科的
数学尖子生的表达能力也有好处。对以后灵活掌握用配方法
解一元二次方程，求代数式最值等知识有正向迁移作用。有
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2 、自主训练。我以先引导学生分析多项式特点，再让学生
尝试分解因式的方式完成例题教学。对课本上的练习题放手
让学生自己完成，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及
时反馈，及时巩固教学方式。

3 、及时归纳。根据初二学生认知特点，教学中我给予学生
及时的多归纳，总结，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条理性和规律性，
有利于学生的创新和发展。如完全平方式特点形象概括（口
诀记忆法，结构的对称美），因式分解步骤概括（一提二套
三查），以及换元思想，配方法的提出。

4 、重视动态生成。教学中我发现学生们思维很活跃，接受
能力比较强，我对例题教学作了及时调整，由师生合作完成
改为先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多项式特点，再让学生自主完成
解题过程。

5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践认知水平，努力为他们创造
成功的条件。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类比、探索式教学，辅以讲



练结合，师生互动，总而言之，努力营造出平等、轻松、活
泼的教学氛围。从新课标评价理念出发，抓住学生语言、思
想等方面的亮点给予帮助、鼓励、提高学生学数学，用数学
的信心。

不足之处：

1 、探索用于因式分解的完全平方公式及特点分析时，没有
把握好时间，这是导致后面时间不够的原因之一。

2 、课堂预设没有完成，根据学生特点，我设计了这样一个
教学环节：根据完全平方式特点，请学生构造一个完全平方
式，并分解因式。当学生基本完成后，组织学生同桌交流，
交流方式为：请把你的构思告诉同伴，先一个听，一个评。
然后调换角色。由于时间没把握好，导致本环节没有完成。

3 、语言不够简练，说得太多，没有注意纠正学生书写错误。
学生作业过程中有两处出错，我没发现。

4 、公式中的字母 a,b 可以表示数 , 单项式 , 多项式的广
泛意义只是让学生体验，没有让学生开口表达。

以上是我上这节课的一些教学反思，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更
多的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多发现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优势和
不足，因材施教，更好的提高课堂效率。

因式分解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教学目的是：

1、能够正确理解因式分解的概念，知道它与整式乘法的区别
和联系。

2、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索，发现因式分解的基本方法，会用提



公因式法把多项式进行因式分解。

教学重点是：因式分解的概念，用提公因式分解因式。

教学难点是：正确找出多项式中的公因式和公因式提出后另
一个因式的确定。

教学过程为：在引入“因式分解”这一概念时是通过复习小
学知识“因数分解”，接着让学生类比得到的。此处的设计
意图是类比方法的渗透。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区别则通过把等号两边的式子互相转
换位置而直观得出。

在学习提取公因式时首先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到公因式的
结构组成，并且引导学生得出提取公因式法这一因式分解的
方法其实就是将被分解的多项式除以公因式得到余下的因式
的计算过程。此处的意图是充分让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
而实际上，学生的学习情绪还是调动起来了的。通过小组讨
论学习，尽管语言的组织方面不够完善，但是均可以得出结
论。

接着通过例题讲解，最后让学生自主完成练习题，老师当堂
批改当堂讲评。

上完本课，教学目的能够完成，教学重难点也能逐个突破。

本课的设计，过多强调学生用高度抽象的语言来描述概念。
教学设计引入的过程可以简化。对于因式分解的概念，学生
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练习实践去体会到此概念的特点，故不
需在开头引入的'地方多加铺垫，浪费了一定的时间。在设计
的时候脚手架的搭建层次也不够分明。

教学过程中，能做到及时向学生反馈信息。能走下讲台，做



到课内批改大部分学生的练习，且对于个别学习本课新知识
有困难的学生能单独予以辅导。在批改过程中，发现大部分
学生都做错及存在的问题能充分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或
是马上板演为全体学生讲解清楚。教学过程中，教学基本功
比较扎实。


